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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形勢向好，生

產生活陸續恢復，宏觀政策持續發力，2020年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由負轉正，同比增長3.2%，明顯高於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新

聞發言人劉愛華昨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新冠疫情衝擊前所未

有，世界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中國經濟運行先降後升、穩

步復甦，殊為不易，凸顯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潛力，下半年中國經濟仍

有望持續復甦。

二季GDP負轉正 增3.2%超預期
投資消費降幅收窄 統計局：下半年持續復甦有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7月15日給「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成員代表
回信，讚賞他們對中國和平發展、開放發展的堅
定信心和繼續扎根中國的承諾，以及對中國經濟
發展提出的建設性建議。

習近平在回信中指出，當前，中國正在統籌推
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

基本面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將繼續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全面落實「六穩」、「六保」
的重大政策舉措，為中外企業投資發展提供更完
善的營商環境，開闢新機遇新前景。你們堅守扎
根中國發展是正確選擇。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各國利益高度融合，人
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
中國將堅定不移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推動

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
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希望你們秉
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加強同中國企業的
交流合作，為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由全球具有行業引
領性和代表性的39家跨國公司組成。近日，委員
會18位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習近平主席，讚賞中
國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

延並率先復工復產，為支持全球抗疫和維護世界
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認為，習近平主
席關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
重要論斷和「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的政
策和決心，更加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的信心和繼續
扎根中國、服務中國的承諾。他們還就後疫情時
代中國經濟發展及中外合作建言獻策。

習近平回函「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代表：扎根中國是正確選擇

從環比看，二季度GDP環比增長
11.5%，增速較一季度大幅回升

21.5個百分點。上半年累計，GDP同
比下降1.6%。

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升
二季度以來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
升。從生產端看，6月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長4.8%，連續三個月增長，接近去
年同期水平。需求端也持續回暖，但復
甦進度不及生產端。從三駕馬車看，1-6月
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3.1%，降幅較1-5月
收窄3.2個百分點；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同比下降1.8%，降幅較5月收窄1個百分
點；在防疫物資、電子產品等出口支撐
下，6月出口同比由負轉正，超預期增長
0.5%。
「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
國，我國能夠在短時間有效控制疫情，實
現經濟由降轉升，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
定，殊為不易，這凸顯了中國經濟的強大
韌性和潛力，同時也體現了黨中央、國務
院綜合施策的效果。」劉愛華指出，上半
年季度指標明顯改善，GDP、工業增加
值、服務業增加值由負轉正，消費、投資
等降幅收窄。從月度看，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連續三個月保持正增長，服務業生產
指數連續兩個月正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連續四個月降幅收窄，出口額連續三
個月正增長。

新產業形成更多增長極
不過，從上半年累計數據看，GDP、工
業、服務業、消費、投資等指標仍處於同
比下降區域。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
華稱，這說明二季度的回升屬於恢復性增
長，疫情衝擊的損失尚未完全彌補，推動
經濟回歸正常水平還需艱苦努力。
至於下半年，劉愛華認為，3月以來很多

指標明顯回升或者降幅收窄，說明疫情衝
擊總體可控，加上中國經濟自我調整能力
較強，疫情期間又催生了很多新產業新業
態新模式，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
康等新產業形成更多增長極，以及宏觀政
策效應將進一步顯現，為下半年經濟持續
恢復提供支撐。

二季度經濟指標改善

在全球艱
難抗疫、全
球主要經濟
體持續衰退
之際，中國

經濟二季度率先恢復增長，展現出中國作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韌性及潛力。

面對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尚未恢復至正
常水平，但GDP增速從一季度下降6.8%迅
速反彈，二季度上漲3.2%大幅超出市場預
期。驅動經濟快速反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
統經濟動能保持韌性。

外貿領域，相比日韓等國連續數月出口
下降20%以上，6月中國出口已恢復增長，
醫療物資、電腦、手機等疫情期間出口大
增，令中國在全球市場份額不降反升。政策
推動下，基礎設施投資穩定回升，房地產市
場迅速回暖，也支撐中國經濟在短暫停擺後
快速復甦。

而高科技、新經濟領域持續快速增長，
則在疫情期間填補了經濟缺口，為中國經濟
提供新的增長空間和動能。

不過，亮眼的GDP數據背後，中國經濟
仍面臨諸多困難及挑戰。疫情衝擊與以往的
經濟危機不同，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使得
政府時刻處於戒備狀態，持續緊繃的社會狀
況讓經濟整體更加脆弱；企業擔心政策變動
不敢作長遠規劃，影響投資意願和商業布
局；疫情加速經濟線上化趨勢，對線下實體
造成衝擊；住宿餐飲旅遊等勞動密集型行業
失業率持續上升，居民收入持續下滑，不利
於消費恢復。

從現實看，今年冬季可能面臨新冠疫情
捲土重來的風險，再加上南方洪災、中美緊
張關係升級等衝擊，都將拖累經濟復甦的腳
步。應對新挑戰，下半年宏觀政策如何調整
將在隨後召開的中央高層會議上定調，引人
矚目。

GDP：同比增長3.2%，由一季度下降
6.8%轉負為正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8.4%轉為增長4.4%

服務業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5.2%轉為
增長1.9%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3.9%，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個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1-6月累計下降3.1%，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個百分點

進出口：
同比下降0.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6.3
個百分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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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新冠疫情基本平復，樓市在6月迎來
普漲。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6月70
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價格
環比上漲城市數量分別達到61個和 50
個，均為近一年來最多。深圳再度領漲
內地，二手房價環比上漲1.9%，創2018
年以來新高。專家指出，一些熱點大都市
中心區、都市圈、城市群樓市可能面臨過
熱風險。
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70個大中城市，

僅有9個城市新建商品房價格下跌或持
平，寧夏銀川漲幅最大，環比上漲1.9%，
環北京地區的河北唐山及靠近廣州、深圳
的廣東惠州漲幅均達1.5%。武漢、長沙、
杭州、南寧等熱門城市上漲亦超過1%。
二手房方面，50個城市房價環比上漲，

比5月增加9個，深圳以1.9%的環比漲幅
領漲，長三角地區多個熱點城市漲幅居
前，江蘇無錫上漲1.6%，浙江的寧波和杭

州漲幅亦達到1.2%和1%，西部省會城市
西寧、銀川漲幅均達到1.4%。
深圳樓市再度「發燒」，按統計局數

據，6月深圳二手房價同比上漲14.3%。
市場交投活躍支撐價格上漲，官方數據顯
示，上半年深圳一二手住宅網簽成交6.07
萬套，同比上升24.34%。

房地產投資由負轉正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在房價回升的

同時，房地產投資由負轉正，1-6月同比
增長1.9%，較1-5月提高2.2個百分點。
同時，商品房新開工面積、商品房銷售面
積、商品房銷售額、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
資金同比降幅均有收窄，房地產開發企業
施工面積同比增長2.6%，較1-5月加快0.3
個百分點，結束了連續三個月的回落。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

計司司長劉愛華稱，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已經
轉正，但同時也要看到更多的房地產市場指

標，如房屋新開工面積、土地購置面積、一
些商品房銷售指標還處於下降區間，對下半
年房地產的走勢還是應該持觀察的態度。

熱點城市加碼調控
內地樓市在疫情後迅速回暖，並成經濟

回升的重要支撐。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
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在昨日舉行的國是
論壇上表示，當前樓市再現地價爆漲苗
頭，1到5月份全國地價增長15%，部分
地區再現地王。另外，炒房再度升溫，深
圳最新出台樓市新政，體現抑制炒房投資
行為的政策方向。
倪鵬飛指，一些城市樓市面臨過熱的風

險，由於房地產長效機制還沒有完全建
立，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市場各方仍有炒
作衝動，加上前述規律支配，一些熱點大
都市中心區、都市圈、城市群樓市面臨過
熱風險。近日，房價明顯上漲的深圳、杭
州、東莞等地政府已出手加碼調控。

深圳6月二手樓環比漲1.9% 領漲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內地復工復產加快推進，就業形
勢略有改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小幅下降至
5.7%，低於5月0.2個百分點，但仍高
於2019年同期0.6個百分點。另外，受
疫情影響，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下降，居民消費支出則大幅縮
減。

勞動參與率接近去年同期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
鎮新增就業564萬人，比1-5月增加104
萬人，但較去年同期減少173萬人，完
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2.7%。重點人群的
就業形勢好於全國水平，其中，25-59歲
群體人口調查失業率為5.2%，比5月份
下降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
查失業率為5.8%，比5月份下降0.1個
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稱，在

就業優先政策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就業

形勢已經出現了積極變化，勞動參與率
基本接近去年同期水平，比去年同期略
低0.5個百分點；在職未上班的比重也
持續降低，6月已經下降到0.8%，與去
年基本持平。

外出務工勞動力同比減少
但另一方面，劉愛華指出，外出務工
的農村勞動力有所減少，二季度末外出
務工農村勞動力同比減少496萬人，下
降2.7%，大學生失業率創同期新高，6
月全國20-24歲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員，
主要是新畢業大學生，調查失業率達到
19.3%，比5月上升2.1個百分點，比上
年同期上升3.9個百分點，顯示一些重
點群體的壓力比較大。
在就業壓力大的同時，上半年全國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實際同比
下降1.3%，降幅較一季度收窄2.6個百
分點，但較去年同期回落 7.8 個百分
點；其中，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同
比下降2%，略高於農村居民。

畢業生失業率達19.3% 同比升3.9個百分點美媒評價中國經濟
◆CNN16日以「中國經濟恢復增長，
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是個好消息」為
題刊文，對中國經濟良好態勢予以評
價。文章開篇就指出，「在經歷了數
十年來最糟糕的三個月之後，中國經
濟再次恢復增長。這對疫情之後的全
球復甦是一個好兆頭。」

◆CNN進一步指出，「分析師普遍
預計中國經濟將回升」。中國是疫
情初期的「震中」，也是世界上第
一個採取嚴厲措施抗擊病毒的國
家，還是第一個重新開放經濟的主
要經濟體，「中國早日恢復增長，
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是迎來好消
息的預兆。」

◆《華爾街日報》網站報道，隨着
中國設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疫情，
恢復經濟活動，從而成為疫情爆发
以來首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綜合海外網、中國日報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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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形勢向好，生產生活陸續恢復，宏觀政策持續發力，2020年二季度GDP由負轉正，同比增長3.2%，明顯高於
市場預期。圖為 6月20日，工人在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班莊鎮的一家旅遊戶外用品企業生產線上加工出口產品。 資料圖片


